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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包括油箱、过滤

器、液压泵、举升油缸、后盖油缸、吸污罐、水汽分

离器、四通阀、真空泵、油气分离器、第一电磁液

压换向阀、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第一伺服电机、

第一按钮开关、主控制器、压力传感器、气包、第

一电磁气阀、第一气缸、第二电磁气阀、第二气

缸、第二伺服电机、第三电磁气阀、电磁开关、水

箱、水通道和第二按钮开关。第一电磁液压换向

阀、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第一伺服电机、第一按

钮开关、压力传感器、第一电磁气阀、第二电磁气

阀、第二伺服电机、第三电磁气阀、电磁开关和第

二按钮开关均与主控制器电连接。本发明排污彻

底、不会影响密封效果、制造成本低且可以自动

排污和自动清洗。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8页

CN 106906894 B

2019.07.05

CN
 1
06
90
68
94
 B



1.一种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包括油箱(50)、过滤器(52)、液压泵(53)、举升油缸(56)、

后盖油缸(57)、吸污罐(58)、水汽分离器(59)、四通阀(60)、真空泵(61)、油气分离器(62)、

后盖(64)、转轮(65)和球阀(68)；所述液压泵(53)的进油口通过过滤器(52)与油箱(50)连

通；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第一伺服电机(3)、第一按

钮开关(4)、主控制器(5)、压力传感器(6)、气包(7)、第一电磁气阀(8)、第一气缸(9)、第二

电磁气阀(10)、第二气缸(11)、第二伺服电机(12)、第三电磁气阀(13)、电磁开关(14)、水箱

(15)、水通道(16)和第二按钮开关(17)；

所述液压泵(53)的出油口通过两油通道分别与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进油口P口

和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进油口P口连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

口B口分别与举升油缸(56)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执行口A口

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后盖油缸(57)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回油

口T口和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回油口T口均与油箱(50)连通；

所述第一电磁气阀(8)的进气口P口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进气口P口均与气包(7)连

通，第一电磁气阀(8)的出气口T口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出气口T口均与大气连通，第一电

磁气阀(8)的执行口A口与第一气缸(9)的无杆腔连通，第二电磁气阀(10)的执行口A口和执

行口B口分别与第二气缸(11)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二气缸(11)的活塞杆与四通阀

(60)的手柄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伺服电机(3)安装在吸污车的吸污罐(58)上，第一伺服电机

(3)的输出轴与转轮(65)传动连接；所述第一气缸(9)的缸体铰支在后盖(64)上，第一气缸

(9)的活塞杆与球阀(68)的手柄固定连接；

所述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一阀口A1口与水箱(15)连通，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二阀

口A2口与吸污罐(58)连通，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三阀口A3口与水汽分离器(59)的进口连

通，水汽分离器(59)的出口与四通阀(60)的第一阀口A1口连通，四通阀(60)的第四阀口A4

口与大气连通，四通阀(60)的第二阀口A2口与油气分离器(62)的出口连通，四通阀(60)的

第三阀口A3口与真空泵(61)的进气口连通，真空泵(61)的出气口与油气分离器(62)的进口

连通且真空泵(61)与第二伺服电机(12)传动连接；所述水通道(16)设置在吸污罐(58)与水

箱(15)之间，电磁开关(14)设置在该水通道(16)中，且电磁开关(14)的进水口P口与水箱

(15)连通，电磁开关(14)的出水口T口与吸污罐(58)连通；

所述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1和K2、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1和

K2、第一伺服电机(3)、第一按钮开关(4)、压力传感器(6)、第一电磁气阀(8)的接线端K、第

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1和K2、第二伺服电机(12)、第三电磁气阀(13)的接线端K、电磁

开关(14)的接线端K和第二按钮开关(17)均与主控制器(5)电连接；所述压力传感器(6)安

装在吸污罐(58)的底部；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4)，且压力传感器(6)的压力未达到设定值

时，由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气阀(8)的接线端K得电，这时第一电磁气阀(8)的进气口P

口与执行口A口连通；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4)，且压力传感器(6)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由

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正转，同时，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开始计时，当计时

器到达第一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

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1、第三电磁气阀(13)的接线端K

得电、第一伺服电机(3)停止正转和控制第二伺服电机(12)旋转，这时第二电磁气阀(10)的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906894 B

2



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连通，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一阀口A1口与第三阀口A3口连通；当

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二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5)控制电磁开关(14)的接线端K

得电，这时电磁开关(14)的进水口P口与出水口T口相连通；当按下第二按钮开关(17)时，由

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2、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

K2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2得电，当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三设定时间时，

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反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15)上具有内凹

的圆弧，且圆弧的半径与吸污罐(58)的外半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全阀(51)，所述液

压泵(53)的出油口和油箱(1)之间设有回油通道，安全阀(51)设置在该回油通道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按钮开关(4)设置

在驾驶室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三按钮开关(18)，

所述第三按钮开关(18)与主控制器(5)电连接，按下第三按钮开关(18)后主控制器(5)控制

第二伺服电机(12)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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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排污、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吸污车，具体涉及一种吸污车的自动排污、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6至图8所示，现有技术的吸污车包括机架67、真空吸污系统80（如图7所示）、

举升及后盖控制系统81（如图8所示），真空吸污系统80的吸污罐58包括罐体69和后盖64，后

盖64铰支在罐体69上，吸污罐58的罐体69后部通过耳座66铰支在机架67上，罐体69的中部

与举升及后盖控制系统81的举升油缸56的活塞杆铰接，举升油缸56的缸体铰支在机架67的

连接耳座63上，举升油缸56的动作由第一手动换向阀55控制。举升及后盖控制系统的后盖

油缸57的缸体铰支在罐体69上，后盖油缸57的活塞杆铰支在后盖64上，后盖油缸57的动作

由第二手动换向阀54控制。当吸污车需要吸污时，操作举升及后盖控制系统81的四通阀60

位于排气的位置，使四通阀60的第三阀口A3口与第一阀口A1口连通，四通阀60的第四阀口

A4口与第二阀口A2口连通，真空泵61  将吸污罐58内的空气抽出，吸污罐58内产生一定真

空，使得大气压强大于吸污罐58内压强，污水在大气压强和吸污罐58内压强之差的作用下，

将污水通过吸污管70压入吸污罐58内。吸污罐58内带有一定湿度的空气，经过水汽分离器

59，水被分离出来后流回吸污罐58内，气体经四通阀60到达真空泵61 的进气口，气体在真

空泵61内和真空泵61的润滑油混合，经真空泵61后从出气口喷出，油气混和物通过油气分

离器62分离，气体进入四通阀60，由四通阀10 的第四阀口A4排入大气。当需要排污时，一般

采用下述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人工转动固定连接在后盖64上的球阀68的手柄，污水通

过连接在球阀68上的吸污管70从吸污罐58内往外排出。这种排污方法会使吸污罐58内下层

的污泥不容易排出，即排污不彻底。另一种排污方法是先由人工旋转转轮65，使吸污罐58的

后盖64可以相对罐体69旋转，然后操作第二手动换向阀54使后盖油缸57动作，通过后盖油

缸57打开后盖64，同时操作第一手动换向阀55使举升油缸56动作，通过举升油缸56举起吸

污罐58，使污水和污泥从罐体69中倒出。这种排污方法虽然排污较为彻底，但由于要启闭后

盖64，容易弄脏罐体69与后盖64之间的密封件，影响密封效果。中国专利文献CN201405763Y

（申请号：200920024865.6）公开的一种具有前置举升装置的吸污车，以及中国专利文献CN 

203175614  U（申请号：201320153869.0）公开的煤矿井下用吸污车均采用上述吸污与排污

方法，且均不能自动排污和自动清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排污彻底、不会影响密封效果、制造成本低且可以自动

排污和自动清洗的自动排污、清洗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包括油箱、过

滤器、液压泵、举升油缸、后盖油缸、吸污罐、水汽分离器、四通阀、真空泵和油气分离器；所

述液压泵的进油口通过过滤器与油箱连通。

[0005] 还包括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第一伺服电机、第一按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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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主控制器、压力传感器、气包、第一电磁气阀、第一气缸、第二电磁气阀、第二气缸、第二

伺服电机、第三电磁气阀、电磁开关、水箱、水通道和第二按钮开关；

[0006] 所述液压泵的出油口通过两油通道分别与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进油口P口和第

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的进油口P口连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

与举升油缸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

后盖油缸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回油口T口和第二电磁液压换向

阀的回油口T口均与油箱连通。

[0007] 所述第一电磁气阀的进气口P口和第二电磁气阀的进气口P口均与气包连通，第一

电磁气阀的出气口T口和第二电磁气阀的出气口T口均与大气连通，第一电磁气阀的执行口

A口与第一气缸的无杆腔连通，第二电磁气阀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第二气缸的

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与四通阀的手柄固定连接。

[0008] 所述第三电磁气阀的第一阀口A1口与水箱连通，第三电磁气阀的第二阀口A2口与

吸污罐连通，第三电磁气阀的第三阀口A3口与水汽分离器的进口连通，水汽分离器的出口

与四通阀的第一阀口A1口连通，四通阀的第四阀口A4口与大气连通，四通阀的第二阀口A2

口与油气分离器的出口连通，四通阀的第三阀口A3口与真空泵的进气口连通，真空泵的出

气口与油气分离器的进口连通且真空泵与第二伺服电机传动连接；所述水通道设置在吸污

罐与水箱之间，电磁开关设置在该水通道中，且电磁开关的进水口P口与水箱连通，电磁开

关的出水口T口与吸污罐连通。

[0009] 所述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K1和K2、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K1和

K2、第一伺服电机、第一按钮开关、压力传感器、第一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第二电磁气阀的

接线端K1和K2、第二伺服电机、第三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电磁开关的接线端K和第二按钮开

关均与主控制器电连接;  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且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未达到设定值时，由

主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得电；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且压力传感器的压力达

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第一伺服电机正转，同时，主控制器中的计时器开始计时，当

计时器到达第一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液

压换向阀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1、第三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得电、第一伺服

电机停止正转和控制第二伺服电机旋转；当主控制器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二设定时间时，主

控制器控制电磁开关的接线端K得电，当按下第二按钮开关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磁液

压换向阀的接线端K2、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K2和第二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2得电，

当主控制器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三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控制第一伺服电机反转。

[0010] 所述水箱上具有内凹的圆弧，且圆弧的半径与吸污罐的外半径相同。

[0011] 还包括安全阀，所述液压泵的出油口和油箱之间设有回油通道，安全阀设置在该

回油通道中。

[0012] 所述第一按钮开关设置在驾驶室中。

[0013] 还包括第三按钮开关，所述第三按钮开关与主控制器电连接，按下第三按钮开关

后主控制器控制第二伺服电机旋转。

[0014] 本发明的好处是：1）、由于第一按钮开关、压力传感器、第一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均

与主控制器电连接;  所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吸污罐的底部；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且压力

传感器的压力未达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磁气阀的接线端K得电；气包中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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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气体进入第一气缸，由第一气缸的活塞杆带动球阀的手柄转动，污水通过连接在球阀上

的吸污管从吸污罐内往外排出。这种排污方法不需要启闭后盖，不容易弄脏罐体与后盖之

间的密封件，因此不会影响密封效果。2）、由于第一按钮开关、压力传感器、第一伺服电机、

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和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均与主控制器电连接;  所

述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吸污罐的底部；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且压力传感器的压力达到设定

值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第一伺服电机、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的接线端和第二电磁液压换向

阀的接线端得电；由第一伺服电机带动转轮旋转，液压泵的压力油通过第二电磁液压换向

阀进入后盖油缸的无杆腔，通过后盖油缸打开后盖，同时液压泵的压力油通过第一电磁液

压换向阀进入举升油缸的无杆腔，通过举升油缸举起吸污罐，这样可使污水和污泥从罐体

中倒出，因此这种排污方法非常彻底。由于上述排污方法不需经过人工操作，因此可以实现

自动排污。3）、由于第二电磁气阀的接线端、第三电磁气阀的接线端、第二伺服电机、电磁开

关的接线端均与主控制器电连接，主控制器控制第二电磁气阀的接线端、第三电磁气阀的

接线端得电和控制第二伺服电机得电，气包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第二气缸的无杆腔，由第二

气缸推动四通阀的手柄移动，使四通阀的第三阀口A3口与第四阀口A4口连通，四通阀的第

一阀口A1口与第二阀口A2口连通。同时第三电磁气阀的第一阀口A1口与第三阀口A3口连

通，第二伺服电机带动真空泵转动，真空泵从大气中吸入空气，吸入的空气经过油气分离器

再经四通阀到水汽分离器，再通过第三电磁气阀后进入水箱，使水箱中的气压增大。再由主

控制器控制电磁开关的接线端K得电，使电磁开关的进水口P口与出水口T口相连通，这时水

箱中的气压已较大，因此水箱中的压力水会通过电磁开关进入吸污罐，因此可对罐体进行

自动清洗。由于自动清洗系统利用吸污车的真空泵对水进行加压，不需要设置水泵和带动

水泵旋转的动力装置，因此制造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第一伺服电机、第一气缸、水箱和水通道与吸污罐的连接示意图；

[0017] 图3是图2的左视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2中的装有压力传感器且上层为污水下层为污泥的吸污罐的示意图；

[0019] 图5是图2的I放大图示意图；

[0020] 图6是现有技术的吸污车示意图；

[0021] 图7是现有技术的真空吸污系统的原理图；

[0022] 图8是现有技术的举升及后盖控制系统的原理图。

[0023] 上述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如下：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第一

伺服电机3，第一按钮开关4，主控制器5，压力传感器6，气包7，第一电磁气阀8，第一气缸9，

第二电磁气阀10，第二气缸11，第二伺服电机12，第三电磁气阀13，电磁开关14，水箱15，水

通道16，第二按钮开关17，第三按钮开关18，油箱50，过滤器52，液压泵53，第二手动换向阀

54，第一手动换向阀55，举升油缸56，后盖油缸57，吸污罐58，水汽分离器59，四通阀60，真空

泵61，油气分离器62，连接耳座63，后盖64，转轮65，耳座66，机架67，罐体69，吸污管70，真空

吸污系统80，举升及后盖控制系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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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以及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自动排污、清洗装置，包括油箱50、过滤器52、液压泵53、举升油缸

56、后盖油缸57、吸污罐58、水汽分离器59、四通阀60、真空泵61和油气分离器62；所述液压

泵53的进油口通过过滤器52与油箱50连通。

[0026] 还包括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第一伺服电机3、第一按钮

开关4、主控制器5、压力传感器6、气包7、第一电磁气阀8、第一气缸9、第二电磁气阀10、第二

气缸11、第二伺服电机12、第三电磁气阀13、电磁开关14、水箱15、水通道16和第二按钮开关

17。

[0027] 所述液压泵53的出油口通过两油通道分别与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进油口P口

和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进油口P口连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

口分别与举升油缸56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

B口分别与后盖油缸57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回油口T口和第二

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回油口T口均与油箱50连通。

[0028] 所述第一电磁气阀8的进气口P口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进气口P口均与气包7连通，

第一电磁气阀8的出气口T口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出气口T口均与大气连通，第一电磁气阀8

的执行口A口与第一气缸9的无杆腔连通，第二电磁气阀10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

第二气缸11的无杆腔和有杆腔连通，第二气缸11的活塞杆与四通阀60的手柄固定连接；本

发明在使用时第二气缸11的缸体安装在吸污车的机架67上，第二气缸11的活塞杆可带动四

通阀的手柄运动，使四通阀60位于不同的工作位置。

[0029] 所述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一阀口A1口与水箱15连通，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二阀口

A2口与吸污罐58连通，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三阀口A3口与水汽分离器59的进口连通，水汽

分离器59的出口与四通阀60的第一阀口A1口连通，四通阀60的第四阀口A4口与大气连通，

四通阀60的第二阀口A2口与油气分离器62的出口连通，四通阀60的第三阀口A3口与真空泵

61的进气口连通，真空泵61的出气口与油气分离器62的进口连通且真空泵61与第二伺服电

机12传动连接；所述水通道16设置在吸污罐58与水箱15之间，电磁开关14设置在该水通道

16中，且电磁开关14的进水口P口与水箱15连通，电磁开关14的出水口T口与吸污罐58连通。

[0030] 所述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1和K2、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1和

K2、第一伺服电机3、第一按钮开关4、压力传感器6、第一电磁气阀8的接线端K、第二电磁气

阀10的接线端K1和K2、第二伺服电机12、第三电磁气阀13的接线端K、电磁开关14的接线端K

和第二按钮开关17均与主控制器5电连接;  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4，且压力传感器6的压力

未达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气阀8的接线端K得电；当按下第一按钮开关4，

且压力传感器6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正转，同时，主控制

器5中的计时器开始计时，当计时器到达第一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

向阀1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1、第三电

磁气阀13的接线端K得电、第一伺服电机3停止正转和控制第二伺服电机12旋转；当主控制

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二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5控制电磁开关14的接线端K得电。当按下第

二按钮开关17时，由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2、第二电磁液压换向

阀2的接线端K2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2得电，当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三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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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时，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反转。所述主控制器5为PLC控制器，主控制器5的型

号为三菱F×3U或西门子S7－200。

[0031] 如图3所示，所述水箱15上具有内凹的圆弧，且圆弧的半径与吸污罐58的外半径相

同。这样可使本发明的结构紧凑，节约空间。

[0032] 如图1所示，还包括安全阀51，所述液压泵53的出油口和油箱1之间设有回油通道，

安全阀51设置在该回油通道中。

[0033] 所述第一按钮开关4设置在驾驶室中。这样可使操作更方便。

[0034] 还包括第三按钮开关18，所述第三按钮开关18与主控制器5电连接，按下第三按钮

开关18后主控制器5控制第二伺服电机12旋转。

[0035] 如图2和图5所示，本发明在使用时将第一伺服电机3安装在吸污车的吸污罐58的

罐体69上，将第一伺服电机3的输出轴与转轮65传动连接；将第一气缸9的缸体铰支在后盖

64上，将第一气缸9的活塞杆与球阀68的手柄固定连接；如图4所示，将压力传感器6安装在

吸污罐58的罐体69的底部，吸污罐58内上层为污水100，下层为污泥101。一般在污水及污泥

充满吸污罐58后开始排污。由主控制器设定一个压力值，由于污泥101的比重大于污水100

的比重，当污泥101达到一定厚度，压力传感器6的压力值会大于主控制器设定的压力值。

[0036]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实现自动排污和自动清洗的方法如下：当吸污车的吸污

罐58中已充满污水和污泥，需要进行排污时，由人工按下第一按钮开关4，当压力传感器6的

压力未达到设定值时，也即污泥101尚未达到一定厚度，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气阀8的接

线端K接通，这样第一电磁气阀8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连通，气包7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第

一气缸9，第一气缸9在压力气体的作用下克服弹簧力推动活塞杆运动，由第一气缸9的活塞

杆带动球阀68的手柄转动，污水通过连接在球阀68上的吸污管70从吸污罐58内往外排出。

由于这种排污方法不需要启闭后盖64，不容易弄脏罐体69与后盖64之间的密封件，因此不

会影响密封效果。

[0037] 由人工按下第一按钮开关4，当压力传感器6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时，也即污泥101已

达到一定厚度，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旋转，第一伺服电机3带动转轮65旋转，使吸

污罐58的后盖64可以相对罐体69旋转，当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一设定时间（第一设

定时间为第一伺服电机3带动转轮65已旋出且后盖64已可以相对罐体69旋转的时间），主控

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1得电，这

时，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连通，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执行口B

口与回油口T口连通，液压泵53的压力油通过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进入后盖油缸57的无杆

腔，通过后盖油缸57打开后盖64，同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连

通，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执行口B口与回油口T口连通，液压泵53的压力油通过第一电磁

液压换向阀1进入举升油缸56的无杆腔，通过举升油缸56举起吸污罐58，由于这样可使污水

和污泥从罐体69中倒出，因此这种排污方法非常彻底。由于上述排污方法不需经过人工操

作，因此可以实现自动排污。

[0038] 由于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一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5还控制第二电磁气阀

10的接线端K1、第三电磁气阀13的接线端K得电、第一伺服电机3停止正转和控制第二伺服

电机12旋转，这样第二电磁气阀10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连通，第二电磁气阀10的执行

口B口与大气连通，气包7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第二气缸11的无杆腔，由第二气缸11推动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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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60的手柄移动，使四通阀60的第三阀口A3口与第四阀口A4口连通，四通阀60的第一阀口

A1口与第二阀口A2口连通。同时第三电磁气阀13的第一阀口A1口与第三阀口A3口连通，且

第二伺服电机12也开始旋转，第二伺服电机12带动真空泵61转动，真空泵61从大气中吸入

空气，吸入的空气经过油气分离器62再经四通阀60到水汽分离器59，再通过第三电磁气阀

13后进入水箱15，使水箱15中的气压增大。

[0039] 当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二设定时间（第二设定时间为后盖油缸57已完全

打开后盖64且举升油缸56已完成举起吸污罐58的时间）时，这时由主控制器5控制电磁开关

14的接线端K得电，使电磁开关14的进水口P口与出水口T口相连通，这时水箱15中的气压已

较大，因此水箱15中的压力水会通过电磁开关14进入吸污罐58，因此可对罐体69进行自动

清洗,由于这种清洗系统不需要设置专门的水泵和驱动水泵的动力装置，因此结构简单，制

造成本低。

[0040] 当清洗完成后，使第一按钮开关4复位，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

线端K1、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1、第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1、第三电磁气阀13

的接线端K和电磁开关14的接线端K失电和控制第二伺服电机12停止旋转。

[0041] 当按下第二按钮开关17时，由主控制器5控制第一电磁液压换向阀1的接线端K2、

第二电磁液压换向阀2的接线端K2和第二电磁气阀10的接线端K2得电，这样可使吸污罐58

下落和关闭后盖64，并使四通阀60的第三阀口A3口与第一阀口A1口连通，四通阀60的第二

阀口A2口与第四阀口A4口连通，当主控制器5中的计时器到达第三设定时间时，主控制器5

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反转，由第一伺服电机3带动转轮65反转从而锁紧后盖64。当按下第三

按钮开关18时可由主控制器5控制第二伺服电机12旋转，这时可以进行自动吸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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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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